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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来是不甘于寂寞的，交流、交往的欲望促
使道路开通、文明交流，丝绸之路就起源于文明之间
的吸引。

古代世界形成了四大文明：尼罗河中下游流域的
古埃及文明，西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
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中游的古印度文明，以及亚
洲东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文明。这些古文明独立
发展，中间隔着高山、大川、沙漠、大海。当大海还
是无法逾越的屏障的时候，一些勇敢的探险者就通过
驼、马等多种交通工具，向自己认知世界的边缘探险
了。迈过黄河，到河西走廊，在其尽头再一路西行，
可分为几条路线，到达中亚地区，而后穿过中亚，最

终到达欧洲。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某一个探险者的丰功
伟绩，应该是许多人或许多个商队接力完成的，所以
丝绸之路一开始应该是一个接力式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网络。

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关于西王母的传说，知道
西方有灿烂的文化。在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中记载
周穆王经河西走廊，到阿尔泰山地区与西王母宴饮并
赠送丝绸的故事。传说可以反映一定的历史真实，周
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可以反映那个时期丝绸之
路以及文明之间互相吸引的大体状况。古代丝绸之路
上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成为人类历史上文明进
步的推动器，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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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互鉴
吕文利

互通有无是人类交往的最初动机，
物产的交换是促使丝绸之路由断续的道
路到逐渐畅通的基本动力。

丝绸是最富特色的东方产品，是促
使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物产。考古发现
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境内已有
蚕桑业，随着技术不断改进，丝绸制品
已经非常精美，为周边族群和部落所仰
慕。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经今天的新
疆而到中亚，再到欧洲，所以当时的欧
洲人以“赛尔”（Ser） 也就是汉语“丝”

（si） 的发音来称呼丝绸，称中国为“赛
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应该强
调的是，当时丝绸之所以能够远销欧
洲，是因为这种产品不是很重，经长途
贩运而不会败坏，重要的是，当时的欧
洲还不能生产，对这种高贵产品的需求
尤为旺盛，而且丝绸在一定时期内还可
以作为货币使用，这也正是很多商旅经
过漫长的大漠戈壁之旅后，贩运到欧洲

还能获得很高利润的原因。
当汉朝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张骞

“凿空”西域后，西方文献中出现“丝
绸”词汇的频率增加了，大约 1 世纪末，
古希腊地理学家马利奴斯记录了一条由
幼发拉底河渡口出发，向东通往赛里斯
国的一条商路。生活于2世纪中叶的古希
腊地理学家托勒密把这条商道记载入其

《地理志》 中，后来西方人一直在试图寻
找“丝绸之国”，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就是
丝绸之国。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
窦，也在寻找丝绸之国，他曾这样记载
到：“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
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
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19世纪，英国
地理学家亨利·玉尔以研究 《马可·波罗
游记》 而有名，1866 年，他出版了 《中
国和通往中国之路——中世纪关于中国
的记载汇编》 一书，“丝绸之路”一名呼
之欲出。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李
希霍芬才在其 《中国》 一书中，多次使
用了“丝绸之路”一词，由此，“丝绸之
路”一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慢慢传播
开来。

丝绸交换的背后是整个世界物产资
源的大汇聚、大融通。除了丝绸之外，
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还有瓷器、茶
叶、漆器等；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有胡
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
榴、琥珀、香料等。尤其是明代通过丝
绸之路传入的玉米和番薯两大高产作
物，对康乾盛世时期的人口增长起到了
一定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指出，物质是人类的第一需
要，没有物质，人类将不能生存。物质资
源的交换，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石与原动
力。正是东西文明的差异、物产的互补，
成就了丝绸之路的辉煌。

❶ 物质资源互通有无的交换之路❶ 物质资源互通有无的交换之路

提出丝绸之路概念的李希霍芬
的《中国》一书封面

技术改变生活，也改变人类的生存
与交往方式。千百年来，因为战争、灾
荒、政治动荡等原因，丝绸之路上有大
量的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地的先进技
术，推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以
此为发动机，推进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变
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
南针、印刷术和造纸术就是通过丝绸之
路而传播于世界的。其中传播最早的是
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制作出
的纸张价格低廉、工艺简单、便于携
带、易于推广。此后造纸术沿着丝绸之
路传到了西域，之后又推广至全世界，
至迟在公元 3 世纪末时，造纸术传到了
朝鲜、日本等地。唐朝时，传到了中
亚、东南亚等地，再经陆上和海上丝绸
之路传到了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
地，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指南针用于航海促进了新航路的开
辟，成为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条件之一，
进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唐宋时期中国
的导航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在茫茫大
海上航行，人们最初主要依靠北极星来
导航。但这种导航方法在阴雨天气无法
发挥作用，于是指南针就被应用于航
海。宋代沈括的 《梦溪笔谈》 记载了指
南针的四种安置方法，曾公亮的 《武经
总要》 里记载了一种指南鱼的制法。指
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
在这个技术发明后不久就在丝绸之路上
传播开来，造福于丝绸之路上的人们，
而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促进了
指南针应用技术的一次次改进。正是有
了指南针，大洋才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

的障碍，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在重要性上
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人类迎来了海
洋时代。

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
西传的技术之一。隋唐时期，雕版印刷
可以大量印制佛经等，引起了来华的使
臣、宗教人士以及商人的注意，雕版印
刷随之西传。13世纪，由于蒙古人的西
征，推动雕版印刷等技术传到欧洲。15
世纪下半叶，威尼斯已经成为欧洲印刷
业的中心。除雕版印刷外，活字印刷术
也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毕昇
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后，至元代，已传到
中亚，15世纪中叶，德国梅因兹地区的
谷登堡仿照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原理，发
明了金属活字，因为西文字母较少，前
期投入少，所以很快就被商业化推广了。

火药是中国人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
发现的，至迟到北宋时，已成为军队里
的重要装备。13世纪，已传入阿拉伯地

区，他们称之为“契丹火药”和“契丹
火箭”，此后，火药传入欧洲。恩格斯曾
指出：“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
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
了变革。”当然，火药的传播不仅具有军
事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项重要科
学技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高度评价
中国的四大发明：“如果没有火药、纸、
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
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近代以前，中国的科技文明一直在世
界发展中占有独特地位，中华文明贡献给
世界的先进技术，绝不止有四大发明。如
秦汉时期，中原的铸铁、打井、耕作等先进
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通过丝绸之路传至
中亚地区。文明的交往与传播从来都是
双向的，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带来的
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
要动力。

❷ 先进技术的传播推广之路❷ 先进技术的传播推广之路

央视发布的“一带一路”地图央视发布的“一带一路”地图

艺术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人类对
美的代表性表达。

西周时期，中国出现带有印欧人特点
的蚌雕人像等，表明这一时期通过欧亚草
原东西方已有艺术交流。在新疆的米兰遗

址，发现有16幅有翼天使的画像，这些画
像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画像人物的脸
庞，都有典型西方特征，这说明5世纪时楼
兰、米兰、尼雅等地区已成为东西方艺术
的重要交流孔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族群的交
流、交往，一批批西域乐师来到中原，如
陪嫁而来的苏祗婆等人。龟兹人苏祗婆来
到中原后，开创了音乐史上的“五旦七
调”理论，他的这个理论是在吸收印度
等音乐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龟兹等地的
音乐，发展而成的具有龟兹特色的音乐
理论。后经隋朝音乐家郑译在琵琶上反
复进行旋宫转调实验，终于把“五旦七
调”演变为八十四调，后被称为苏祗婆
琵琶八十四调。至隋代，长安至少有三
部龟兹乐流传，分别是“西国龟兹”“齐
朝龟兹”和“土龟兹”，龟兹乐也成为宫
廷九部乐中的重要一部，其乐律至唐代
演变为燕乐二十八调，对雅乐、俗乐等
都有很大的影响。

❸ 东西艺术的交汇之路

西
周
蚌
雕
人
头
像

❹ 不同民族思想碰撞、宗教共生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思想和宗教的
传播和交流，多种宗教在丝路上和合共
生。中国的代表性思想儒学，自诞生那
天起，就向周边传播。汉武帝“独尊儒
术”之后，成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加
快了向周边各国的传播。公元 1 世纪
初，朝鲜很多人就会背诵 《诗经》《春
秋》 等儒家经典，此后朝鲜的各个朝
代，都重视儒学教育，推动儒学发展。5
世纪前，儒学便已传入日本，隋唐时
期，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留
学僧前来求学，儒家文化随之普及到日
本社会各个阶层。东汉末年，就有越南
人来到洛阳研究儒学，随着儒学教育的
加深，越南各王朝的典章制度也仿照中
国建立起来。由此，在东亚地区逐渐形
成了儒学文化圈。

佛教传入中国，并适应中国，逐渐
本土化，应该说是迄今为止，丝绸之路
上的最大文化交流成果。一般认为，公
元前 2 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 《浮屠
经》，是佛教传入汉地之始。5 世纪初，
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带领众
多弟子译经，共译大小乘经、律、论300
余卷。其所译佛典，重要的有 《妙法莲
华经》《小品般若经》《金刚般若经》《中
论》《百论》《十二门论》 等等。鸠摩罗
什关于佛典的翻译，在中国整个翻译史
上是一座里程碑。他翻译的经典此后通
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在
这些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日
本、朝鲜等国流行的弥勒信仰，就和鸠
摩罗什翻译的 《法华经》 有莫大关系。
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讲经说法，
尤其是通过翻译佛经，使佛教理论正确
地传播到了中国及周边各国。在他19年
的翻译事业中，共翻译出75部、1335卷
佛经，使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转移到了

中国。佛教经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碰
撞、融合后，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
合流的局面，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础。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随着华人
在世界范围内的播迁，道教也传入世界
各地。如妈祖的信仰，在明清时期，就
已成为世界华人的共同信仰之一。现在
全世界已有妈祖庙近5000座，信奉者近
2 亿人。这些妈祖庙位于中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和日本等，
串联起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人信仰。

7 世纪初，被基督教正统派斥为异
端的聂斯托利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
国，在中国自称为景教，意为“光明正
大之教”。635年，第一位景教传教士阿
罗本到达长安，唐朝政府准许景教徒在
长安兴建义宁坊景教寺，此后，景教呈
现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但景教随着唐朝的衰落而湮灭无闻。元
代景教再次东传，被称为也里可温教。
元代天主教也第一次传入中国。随着新
航路的开辟，传教士也踏海而来，明清
时期，大量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
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对科
技、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7 世纪初，伊斯兰教兴起。651 年，
大食 （唐代称阿拉伯为“大食”） 国首
次遣使至唐朝，这是中国和阿拉伯外交
上的首次接触，随着穆斯林大量来到中
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元朝时，号
称“回回遍天下”，各地建有清真寺，著
名的有杭州真教寺、昆明礼拜寺等。来
华穆斯林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历法、
建筑等科学文化知识，阿拉伯数字也传
入中国并得到推广。

宗教是思想和文明的重要载体，多
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汇聚、传播、共
生，改变人们信仰观念，促进文明交流。

总之，丝绸之路促进了文明的交
流、交往、交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
步，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在人类文
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
究所、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
新中心副研究员）

（本版图片均来自百度）

欧洲传教士郎世宁的作品 《八骏
图》，体现西洋画法。


